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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名称 多元协同、交融渗透—电气专业“3+2”分段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

成果完成人 周  平 陈贵宾 于建明 周凯杰 戴金桥 陈友群 薛  岚 曾  朔 李清波 

成果完成单位 

淮阴师范学院 

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

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 

申报学校名称 淮阴师范学院 

第一完成人是否为现任学校领导（如不是请填

“否”，如是请填写具体职务） 
否 

是否曾获得过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（未获得请填

“否”，曾获得请填写获奖时间、授奖部门及奖级） 
否 

成果简介 

（300 字内） 

针对电气行业的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，淮师院与苏电院协同产业链

企业组建“1+1+N”职本企育人联盟，形成共商、共建、共享 5 年贯通多方

联动的“一体化”育人机制。组建高职+本科+企业“三师”主体的“双师双

能型”师资团队，围绕“三维培养一体化”理念，确立了“五项工作一体化”

路径。创新了“对口贯通”为核心、“分段培养”为特色，“以线构体，五位

一体”的教学体系。构建了“二维递进、时空并重、比例协调”五年贯通相

互渗透的课程结构。实施“科创活动、氛围营造、平台开放”相互协同，激

发创意，构筑创新能力；实施 “导学研讨、大创项目、导师课题”相互衔

接，激发创业规划。以培养质量为保障共创了多元协同三级戴明循环评改育

人机制。 

主

要

完

成

人

情

况 

1 

姓名 周  平 单位及职务 
淮阴师范学院 

教务部部长 
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

主要贡献 

（100 字内） 

全程参与本成果的设计与实施。协调合作高职学院共同组建教学团队，

组建评价工作委员会，实施职本企共同评价。《电磁学》、《电动力学》获省

精品课程；获批省重点教材《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》；主持多项省级教改项

目。 

2 

姓名 陈贵宾 单位及职务 
淮阴师范学院 

物电学院院长 
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

主要贡献 

（100 字内） 

全程参与本成果的设计与实施。统筹安排项目工作具体实施，协调共同

组建教学团队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、课程体系搭建、教学模式改革、评

价模式改革，主持多项省级教改课题，指导学生获省级以上竞赛 10 余项。 



3 

姓名 于建明 单位及职务 

江苏电子信息职

业学院智能制造

学院院长 

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

主要贡献 

（100 字内） 

全程参与本成果的设计与实施。统筹专科阶段工作组织与实施，宏观设

计了专业育人体系架构，积极推进产教融合；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、课程

体系搭建等教学改革，指导学生获省优秀毕业设计团队奖、优秀毕业设计二

等奖。 

4 

姓名 周凯杰 单位及职务 

淮阴师范学院物

电学院实验中心

主任 

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

主要贡献 

（100 字内） 

负责项目实施。参与了电气专业“3+2”分段培养人才培养方案开发研

究，收集梳理人才培养方案制定、课程体系搭建、评价模式改革的过程性材

料和成果，指导学生获省部级以上竞赛 4项，指导学生立项省级创新项目 3

项。 

5 

姓名 戴金桥 单位及职务 

淮阴师范学院物

电学院电气工程

与测控系主任 

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

主要贡献 

（100 字内） 

参与制定电气专业“3+2”分段培养人才培养方案，梳理教学改革的过

程材料和成果，主持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 项，指导学生获省级以

上竞赛 4项、立项省级创新项目 3项，参与校教改项目 2项，发表教改论文

2篇。 

6 

姓名 陈友群 单位及职务 
淮阴师范学院 

物电学院教师 
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

主要贡献 

（100 字内） 

参与了电气专业“3+2”分段培养人才培养方案开发研究，收集梳理教

学改革的过程性材料和数据，指导学生获省级以上竞赛 6项，指导学生立项

校级创新训练项目 2项；2021 获省电工学课程教学竞赛二等奖；发表教改

论文 1篇。 

7 

姓名 薛  岚 单位及职务 

江苏电子信息职

业学院智能制造

学院电气自动化

教研室主任 

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

主要贡献 

（100 字内） 

参与电气自动化技术江苏省高水平骨干专业建设、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

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，负责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诊改工作，参与《电机拖动

与控制》国家级资源共享课建设；指导学生获江苏省优秀毕业设计 2 项。 

8 姓名 曾  朔 单位及职务 
奥的斯机电电梯

有限公司 
专业技术职称 无 



主要贡献 

（100 字内） 

积极推进产教融合，参与完成了人才培养方案制定、课程体系搭建、教

材资源开发、教学模式改革、评价模式改革，负责企业兼职教师队伍建设，

组建学员师傅数据库，负责合作成果孵化、新技术推广等工作。 

9 

姓名 李清波 单位及职务 
淮阴师范学院 

物电学院副院长 
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

主要贡献 

（100 字内） 

负责项目实施。主持立项省高等教育学会专项课题 1 项，主持教育部产

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 项，主编省重点教材《移动互联导论》、《大学物理实

验教程》，指导学生获省级以上竞赛 3 项，指导学生立项省级创新项目 1 项。 

主

要

完

成

单

位

贡

献 

1 

淮阴师范学院不断创新工作机制，大力推进高职与本科对口贯通分段培养工作，同

时提供了相应的政策、经费和条件保障。 

学校先试先行，探索实践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。形成共商、共建、共享 5

年贯通多方联动的“一体化”育人机制，组建 “三师”主体的“双师双能型”师资团队，

确立了“五项工作一体化”路径，创新了“对口贯通”为核心、“分段培养”为特色，“以

线构体，五位一体”的教学体系，实施多元协同三级循环评改体系。 

2 

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作为成果的合作单位，主要从专业建设层面积极探索贯通分

段培养专业教学标准制定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管理体制和机制建设等工作。 

与淮阴师范学院共同确立培养目标、一体化设计课程体系，搭建合作育人平台，联

合开展教学模式改革，共同开展学习效果评价等工作。协助完成分段条件制定与实施工

作。分项负责专业校企合作推进与深化工作，积极做好成果的推广和宣传报道等工作。 

3 

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作为成果的合作单位，积极参与贯通分段培养专业人才培

养、师资队伍建设、实训平台搭建等工作。 

积极配合合作高校完成贯通分段培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课程标准等文件的制定。

与合作高校联合培养师资，承担学生专业见习、高职阶段顶岗实习、本科阶段毕业设计

等工作。参与学生发展平台的搭建，共同搭建了电梯工程产教融合平台。共建产学研服

务工作站，开展产业动态跟踪，成果孵化、新技术推广等工作。 

申报学校承诺 

 

以上信息与该成果的申报表、总结报告及其他申报材料完全一致。 

 

 

申报学校（盖章）： 

2021 年 9 月 5 日 

 


